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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界碑

母亲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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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阵儿挺纳闷， 母亲不知
道怎么搞的， 总是萎靡不振， 身
体比先前差多了。

其实， 我也是为了母亲好才
接她来城里的 ， 我这里住宿宽
敞， 并且雇请了钟点工。

先前母亲住在乡下的老宅，
简陋不说， 而且吵， 临路， 来来
往往的车辆和人员不断， 没个安
静的时候。 母亲又摆个杂货摊，
整日栉风沐尘的， 还要进货、 算
账， 劳累得很。 其实哪要母亲劳
作， 我挣的钱虽不能让母亲过上
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吃穿是不愁
的。 这几年开着一个饮食店， 每
天的进项都可以抵上母亲半年的
收入。 劝了母亲几次， 母亲说她
还能挣钱， 不能增加你们负担。
我没法， 后来撒了个谎， 说孙子
想您了， 说您烧的菜好吃。 母亲
眼一瞪， 说你净撒谎， 球球 （孩
子的小名） 不是在学校住宿么。
他回来了， 我说。 孙子确实回来
了， 但只是放月假。 母亲转而为
喜。 就这样把母亲 “骗” 来了。

其实哪需要母亲掌勺。 确实
母亲下了几回厨， 但烧出的菜并
不对球球的胃口， 球球的胃口现
在变了，母亲只好作罢。因而母亲
更悠闲轻松了， 并且这里冬暖夏
凉，地暖和空调轮流侍候着，母亲
宛如到了世外桃源，白天看电视，
晚上仍是看电视， 几乎与电视为
伍。 但母亲的活动范围仅限在屋
子里，和左邻右舍都不熟，母亲和
谁拉呱， 故而母亲一般不出去。
偶尔得空开车带母亲出去逛逛，
但很快就回来了。

母亲几乎过着“养尊处优”的

生活，和城里退休老太太一样，不
问稼穑和寒暑。 我觉得母亲应该
无忧无虑、心宽意舒才是。

但恰恰相反， 母亲却日渐提
不起精神， 老闹头疼失眠， 说心
口慌， 整日如丢了什么似的。 心
里着急 ， 赶紧带母亲去医院检
查， 一番体检下来， 并无大碍，
医生只是建议母亲多休息， 不要
多想。 母亲和我都觉得好笑， 休
息还不够？ 还有什么可多想的？

既然没毛病， 母亲应该好起
来， 但还是每况愈下， 母亲比来
时差远了， 好像蔫了的稻谷。 我
忙问母亲， 哪里不习惯？ 哪里不
好？ 母亲说， 怎么不习惯， 怎么
不好， 这里不习惯不好就没有习
惯的和好的了。 我一想也对。 但
母亲的症状就是不见好。

过了不久， 母亲说想到老屋
看看， 住几天。 我知道母亲的心
思， 带母亲回到了老屋， 反复叮
嘱母亲， 如有什么情况， 立即打
电话给我。 带着满腹狐疑和伤感
离开了母亲和老屋， 到家后不时
看手机， 担忧着， 生怕漏掉母亲
的消息。 但奇怪的是， 母亲好像
不知道联系似的， 没有一个电话
和信息。 过了几天， 我不放心，
就悄悄回去了， 哪晓得母亲不仅
没事 ， 而且好像换了一个人似
的， 母亲仍坐在以前的马扎上，
又搬出了她的小杂货摊。 虽然头
发有些零乱 ， 灰尘薄薄地浮现
着， 但精神头儿好多了， 顾客来
了， 大声招呼着， 取货、 找零，
动作一溜水， 丝毫没有拖沓和萎
靡不振 ， 我好像看到以前的母
亲， 愣怔了， 但心里笑了。

大观园里有个诗社， 时不时
地搞些活动， 吟菊花， 写柳絮，
咏白海棠， 下雪天便啖鹿肉， 赋
红梅， 争联即景诗。 中秋时节，
持螯赏桂， 自然少不了要写几首
咏蟹诗的。

话题是宝玉挑起来的。 《红
楼梦》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
菊花诗 ，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
黛玉与宝钗刚刚夺得个诗歌大赛
的冠亚军， 那边厢吃了几口螃蟹
的宝玉不甘寂寞了， 写了首咏蟹
诗， 说 “我已吟成， 谁还敢作？”
得意得很。 众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阴凉， 泼醋擂姜
喜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 横行
公子竟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 指上沾腥
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福， 坡仙
曾笑一生忙。

宝玉的诗对食蟹的情状描摹
得可谓惟妙惟肖， 也写出了吃蟹
的心情及螃蟹的美味， 泼醋擂姜
说的是吃蟹的调料， 脐间积冷则
是食蟹注意事项。 这首诗平心而
论并不算太好， 没有什么深刻的
意蕴 。 难怪黛玉要说 “这样的
诗， 要一百首也有。” 提起笔来
一挥， 已有了一首：

铁甲长戈死未忘， 堆盘色相
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 壳突
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 助情谁劝
我千觞？ 对兹佳品酬佳节， 桂拂
清风菊带霜。

这首诗可谓抓住了螃蟹的鲜
明个性： 铁甲长戈， 多肉八足。
螯内是白玉一般满满的嫩肉， 壳
内是一块块突出盖来的蟹黄。 面
对如此的佳节佳品， 真想一醉方
休， 可是有谁来劝我喝下这千盅
美酒？ 这首诗， 一下子就让人感
受到了螃蟹的色香味形， 顿时有
了身临其境之感， 同时黛玉对螃
蟹的由衷喜爱也体现了出来， 传
神极了。 至今， “螯封嫩玉双双
满， 壳突红脂块块香” 一句， 仍
时常为人所引用。 宝玉对这首诗
大为赞赏， 正喝彩， 黛玉却得理
不饶人， 一把撕了， 令人烧去，
刻薄地说 “我的不及你的， 我烧
了它。”

接着 ， 宝钗也写了 。 她笑
道 ： “我也勉强了一首 ， 未必
好， 写出来取笑儿罢。” 她的诗
是这样的：

桂霭桐阴坐举觞， 长安涎口

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 皮里
春秋空黑黄。

酒未敌腥还用菊， 性防积冷
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 月蒲
空余禾黍香。

宝钗到底是宝钗， 即使是吃
螃蟹， 也不忘要指桑骂槐一番。
就冲这一句 “眼前道路无经纬 ，
皮里春秋空黑黄”，她已经得到了
“食螃蟹绝唱”之美誉，只是如众
人所评 “讽刺世人太毒了些”。

这三首诗 ， 从螃蟹的外表
“铁甲长戈” “多肉八足” 说到
内容 “螯封嫩玉” “壳突红脂”
“皮里黑黄”， 从食蟹的佐料 “泼
醋擂姜” “应有酒” 写到吃蟹的
地点 “桂霭桐阴”， 又说到了螃
蟹的生活习性 “横行公子” “眼
前道路无经纬 ” ， 甚至提到了
“酒未敌腥还用菊 ” 的除腥方
法———奢侈了， 今人一般是用青
菜叶擦洗， 顶多用茶叶水也就差
不多了， 谁吃了螃蟹会用菊花去
洗手呢？

如今正是蟹肥菊黄的时节，
青壳白肚黄毛金爪的螃蟹脚底下
痒痒的 ， 正想爬上你家的餐桌
呢。 何不大快朵颐， 再来品读这
三首咏蟹诗， 兴许你会写出新的
咏蟹佳作的。

上个月还信誓旦旦地向明许
诺， 中秋一定回去陪她见父母。
如今， 休假的事泡汤了， 一再解
释，她仍在电话里不依不饶。

“在你心里， 我和那块 ‘石
头’ 谁重要？” 电话那头， 明咄
咄逼人。

“路不好走 ， 晚点再说 。”
我挂掉电话， 继续前进。

“敢挂我的电话， 以后别再
联系了 ！” 看着明发来的消息 ，
我摇头苦笑。

听出我们在闹别扭， 身旁的
老班长提议： “排长， 其实你可
以邀请她来探亲。”

对呀 ， 让她来队里感受一
下， 没准儿以后就不会不理解我
的难处了。随即，我“欲擒故纵”地
回了条信息：如果你有机会站在
它面前， 我就告诉你谁重要。

明许久不回信息， 打电话也
不接， 我开始忐忑不安， 难道把
话说重了？

一路上， 惴惴不安， 归来已
是深夜， 却无半点睡意。 “我订
好了车票， 后天见。” 明突来的
信息， 让我彻夜不眠。

说实话， 当她出现在我面前

时， 倏忽间， 我被莫名的感动和
温暖包围 ， 刚想迎上去寒暄问
候 。 “带我去见那块 ‘石头 ’
吧。” 她行李一放， 就提出这样
的要求。

我拿上一根打蛇棍 ， 说 ：
好， 我带你走一趟。

开始的一小段是宽阔的水泥
路， 略有些湿滑。 “这路也不难
走啊！” 明小声嘀咕， 仿佛在抗
议 之 前 我 挂 电 话 的 “借 口 ” 。
“还早着呢。” 我迈开大步， 示意
她跟上。

“马上要上山了 ， 这里很
滑， 注意脚下。” 听到我的提醒，
明不由得抓紧了我的衣角。

上山的路是用大石块砌成的
台阶， 坑洼不平， 且特别狭窄，
两人没法并排行走， 我就让她跟
在身后。

“为什么不把路修得好走一
点呢？ ”明说话的语气，少了一丝
怨气。我叹口气，向她解释： 最早
的时候连这条路都没有。 山上修
路太难， 小推车都上不来， 材料
都是战士们肩挑手提运上山的。

越往上走 ， 路面越湿滑坎
坷， 台阶也高低不平。 我右手用

打蛇棍支撑身体， 左手牵着她，
小心翼翼地往上攀。

接近山顶， 脚下的道路变成
了碎石路， 这是官兵就地取材，
砸碎大岩石铺成的 。 虽有些硌
脚， 但好过刚才那段湿滑难行的
上坡路。 可这段路离山体近， 雨
水将山上的泥土冲下， 有些路段
就成了泥巴路， 积水严重。

“别动！” 我突如其来的喊
声， 让明吓了一跳。 我示意她前
面有一条半米多长的蛇， 挡住了
去路 ， 正 “嘶嘶 ” 吐着信子 。
“有我在 ， 别怕 。” 我拿起打蛇
棍， 慢慢靠近， 棍子往前一插，
顺势一挑， 将蛇挑下了山崖。

明神情略带一丝紧张地问
道： “经常遇到这些危险吗？”

“以前他们遇到的情况比这
危险多了，没修好这条路的时候，
只有一条临崖的小路，下雨路滑，
好几名战士跌下山崖受伤……”

明低头不语， 我看到她的额
头已渗出汗珠， 便问道： “还走
得动吗？”

“没问题， 走吧！” 明的眼
神格外坚定。

山里的夜似乎比山外来得更
急 ， 不知不觉 ， 夜幕已缓缓垂
下。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 终
于到达了那块“石头”———祖国的
界碑。 在淡淡的月光下， 鲜红的
“中国”二字显得格外神圣庄严。

明注视着界碑， 久久不语。
“界碑在， 我们在， 祖国就

在！ 告诉你实话吧， 我根本就没
交休假申请。 连长被抽调去执行
重大任务， 指导员的母亲上周就
被下了病危通知书， 这时候我必
须留下来守好这座界碑！”

“没关系。 你守着界碑， 我
守着你！”

此时， 皓月当空， 圆得已有
中秋夜的模样， 如水的月光洒满
身后的大地， 宁静安详。 阵阵清
风， 仿佛从故乡奔来， 带着平安
的讯号， 吹过界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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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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